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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言

随着人们对新课程观的理解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

用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其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

基本条件。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、探究发现、交流合

作，而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，因此

开发利用一切课程资源，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成为当

务之急。

在执行新课程计划中，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，教

师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。学生应

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，应当学会主动地

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，为自身的学习、实践、探

索性活动服务。

为此，我们开发了《中学理科课程资源》丛书。这套

丛书共３６本，分为数学、物理和化学三个方面。根据新

课标的改革方向，每个方面又分为教学、百科和新方位三

个方向，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而编写的精品丛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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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学理科课程资源》的开发和利用说到底是为了学

生的发展而展开的，让每一位理科教师在进行理科课程

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能更多地关注学生自身存在的一切

资源，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多种潜能，为学生以后能主动学

习、主动探索、主动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许多理科方

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错误、疏漏之处，希望广大读者批评、

指正。

编 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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溶洞和石林的成因

你一定看过电影《刘三姐》吧！刘三姐美丽聪明，勇

敢善良，她动人的歌声让人难以忘记。看了这部电影，你

一定会觉得刘三姐人美、歌声美，刘三姐家乡的风光也很

美。刘三姐的家乡就是闻名天下的桂林。“桂林山水甲

天下”，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。

还有一部很美的电影《阿诗玛》你看过吗？阿诗玛是

撒尼族民间传说中的一位美丽姑娘。在云南的路南石林

中，就有一块矗立着的石柱，那就是“阿诗玛”。“阿诗玛”

翘首远望，像是在呼唤着亲人。

神奇动人的民间传说，使人感到桂林的奇山、路南的

石林都是那么富有灵性和诗意，不禁使人向往。你知道

为什么会有石林吗？桂林的山为什么那么秀美？

原来，桂林和路南石林，属于石灰岩地形。在许多万

年以前，广西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海底沉淀了大量的

石灰质，形成了很厚的石灰岩。以后由于地壳运动，海底

升起变成了陆地。这时流水将石灰岩溶解带走。石灰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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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成分是碳酸钙，在高温湿热的条件下，它很容易被含有

二氧化碳的水溶解，变成碳酸氢钙溶于水中。水流到哪

里，那里的石灰岩就被溶蚀。天长日久，石灰岩被溶蚀得

只剩下孤峰残柱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桂林的奇峰怪石。

如果石灰岩上有裂缝，水还能顺着裂缝深入它的内部，溶

解扩大后就成了地下溶洞。

云南的路南原来是一片平坦的、由水平的石灰岩层

构成的地形。在缓缓起伏的地面上，布满了纵横交错的

裂缝。雨水就顺着这些裂缝向下渗透，逐渐溶蚀两旁的

石灰岩，使裂缝朝地下伸展得更深、张开得更大。这样，

原来平坦的地形变得凹凸不平。经过漫长的溶蚀过程，

凹下的溶沟变得更宽，突出的石芽变成高高的石柱，就形

成现在这样一片密密的石林。

在我国的贵州省有许多石灰岩溶解而形成的地下溶

洞。溶洞的洞顶和洞底有许多石钟乳、石笋、石柱，形状

千变万化，在彩灯的映照下，犹如梦幻仙境。这些石钟

乳、石笋、石柱又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地面水经过溶洞顶部

的缝隙向下渗漏，水中溶解了碳酸钙，变成碳酸氢钙。含

有碳酸氢钙的水向下滴渗时，二氧化碳和水分都跑掉了。

碳酸氢钙又变成了碳酸钙，堆积起来，就成了石笋、石柱

和悬吊在洞顶的钟乳。

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是水和石灰岩石变造出了溶洞和

石林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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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色的金属

传说，２０００多年前的一个秋日，在通往罗马帝国皇

宫的马路上，一辆普通马车正在奔驰着，行人纷纷让路，

并用惊异的眼光，目送着马车向皇宫方向驶去。

马车在距离皇宫不远的地方停下来，车上走出一位

平民百姓打扮的陌生人。他迈着坚定的步伐，脸带微笑

地向皇宫正门走去。到了门前，他向皇宫警卫递上一张

名片，说是要面见皇上，敬献一件稀世珍宝。

罗马皇帝听说有人进宫献宝，喜上眉梢，令侍者快快

将陌生人带上殿来。

“尊敬的陛下，经过鄙人的努力，从泥土里提炼出一

种新的银色金属，特地将它制成一只杯子献给陛下，并请

陛下恩准，支持我扩大提炼这种新金属的作坊，为您和您

的臣民效用。”陌生人说完话后，便从口袋里拿出这只漂

亮的金属杯子，双手递给皇帝。

皇帝接过杯子后，仔细端详了一番。只见银光闪闪，

而且非常轻巧，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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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感谢你对朕的一片忠心，朕一定重重奖赏你，对你

的要求朕也将全力支持，你回去等待朕的好消息吧。”

陌生人谢恩以后，兴致勃勃地离开皇宫回到小作坊。

陌生人走后，这位暴君便露出狰狞面目冷笑几声：如

果让这种新金属陆续制造出来，皇宫里那五光十色的金

银财宝不就都要贬值了吗！

三天后，陌生人的作坊来了一队皇宫卫士，卫队长下

马后便向陌生人宣布：“奉皇上的命令，你是制作‘危险金

属’的危险分子，立即斩首示众。”这位发明家就这样被身

首分离了。从此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便没有人敢提炼这

种“危险金属”了。

时隔１５００多年，从１６世纪起又有一批有志之士在

探求它的奥秘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人们经过三个多世

纪的努力，终于使这种被长期禁锢的“危险金属”获得新

生，于１８２５年由丹麦化学家奥斯特制成不纯正的铝，

１８２７年又由德国化学家维勒制取成灰色粉末状的铝。

铝的“性格”活泼，与氧结合又紧密，因而很难提炼。

当时维勒曾辛辛苦苦花了１８个春秋，也才提炼出一块致

密的铝块。所以，在当时铝曾经是一种稀有的贵重金属，

被称为“银色金属”，比黄金还珍贵呢。难怪当时法国皇

帝拿破仑三世（１８５２—１８７０年在位），为了显耀自己的阔

绰和尊贵，曾特地制造了一顶比黄金更名贵的皇冠。后

来，人们改进了生产工艺，铝才大量被生产出来，“到处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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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铝”的时刻也才得以到来。如今，铝的产量仅次于铁，

位居金属王国中的“老二”。

铝，在化学元素家族中排行十三。它出生于地壳中，

蕴藏量丰富，约占地壳总量的百分之七点五，其家业之

大，居金属元素首位。

铝，身穿一套银白色衣裳，素雅大方，在光线照耀下

强烈反射，更显光彩夺目。铝的质地轻而有一定强度，活

泼而耐腐蚀，因而铝被大量采用，给科学技术带来飞速的

发展。铝与它的金属兄弟一起，在前苏联曾被用来制造

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外壳；在美国曾被用来制造

发射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“大力神”运载火箭的外

壳；在美国还被用来制造潜进４６００米深海的“刚玉”号深

海潜艇的外壳……

铝，开创了新的工业世界，成为继钢铁之后轰动世界

的金属。今天，可以说是铝金属的时代。铝飞机、铝舰

艇、铝梁、铝板、铝窗、铝锅、铝壶、铝桶、铝盘、铝镜等都渗

透着铝的丰功，凝聚着铝的伟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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哑泉之谜

长篇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曾有描述诸葛亮南征第五

次擒获孟获的故事。故事中说：孟获和他的弟弟孟优逃

到秃龙洞讨救兵时，秃龙洞洞主朵思大王向他们兄弟俩

夸口说：“你们不必动用一兵一卒，我附近那四口毒泉，到

时就可以使百万蜀兵有来无回。”接着朵思便诉说起那四

口毒泉来：第一泉名叫哑泉，水味甘甜，人饮后话语不清，

几天以后便可中毒身亡；第二泉名叫灭泉，水呈汤状，若

用泉水洗澡，皮肉就会腐烂，致人身亡；第三泉名叫黑泉，

水清而且深，水花溅到身上，就会全身中毒，变黑身亡；第

四泉名叫柔泉，水冷如冰，人饮后浑身发冷无力而窒息身

亡。蜀兵到来后，四周围都没有饮用水，必定到这四口泉

来饮用。

果然如此，蜀军先锋王平率领几百名军士前阵探路，

天气闷热，人马争着饮用第一泉———哑泉水。等他们回

到大营，一个个只会指着嘴巴，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。诸

葛亮知道后，便亲自来到哑泉边，想看个究竟。到了泉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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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只见清水一潭，深不见底，水气凛凛。诸葛亮下车，登

高望去，见四面群山遍岭，不见人烟，也不见鸟儿，心中很

是不安。后来，幸亏有神灵指点，找到山林深处一位叫万

安隐者的。隐者叫童子引王平等一队哑军先饮草庵后的

安乐泉，饮后不久，这队哑军个个吐出恶涎，随后电能够

说话了。隐者又告诫诸葛亮，这里还有三口毒泉，切不可

饮，但是，如掘地为泉的则尽管饮用。于是蜀军安然无

恙，安全行军到秃龙洞前，五擒孟获。

尽管《三国演义》是文学小说，许多人物和情节都是

根据某些传说人物虚构的，但是，其中所涉及到的大量天

文、地理、气象等自然科学知识，并非随意杜撰的。诸葛

亮南征的故事发生在云南境内，而云南处在“三江多金属

成矿带”的主体位置上，境内遍布大小铜矿，著名的东川

铜矿自东汉起就开始开采。小说中的哑泉，很可能就是

一种俗称胆水的含铜盐的泉水，即硫酸铜（胆矾）的水溶

液。云南铜矿多为铜的硫化物矿床，如黄铜矿等，这类矿

石中的铜不会溶于水，怎么能够变成铜溶液呢？这主要

是几种微生物的功劳，如氧化硫杆菌、氧化铁硫杆菌、氧

化铁杆菌等。黄铜矿往往与黄铁矿以及其他金属硫化物

矿石共生，这几种微生物就生活在低含量无机盐弱酸性

矿水中。在其自养过程中，专吃矿中的硫化物和低价铁，

变成硫酸铁和硫酸。形成的这种酸性菌液，对矿石中的

铜或其他金属又有氧化、分解和溶解等作用，于是，把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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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不溶入水的铜转化成硫酸铜（胆矾），溶于水中即成了

胆水。饮用胆水后引起的铜盐中毒病状是：呕吐、恶心、

腹泻、言语不清，最后虚脱、痉挛而死，与小说中饮哑泉水

后的症状相似。胆水解毒最简单的方法是渗进大量石灰

水，两者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氢氧化铜和硫酸钙沉淀，剩

下的是解除了毒性的清水。估计拯救诸葛亮部下性命的

安乐泉，就是一种碱性水，能使铜盐产生不溶性沉淀物。

哑军饮了此泉就等于清洗了肠胃，减轻了中毒症状。其

他三泉也非乌虚，其中也有一定科学依据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